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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晴天地簡介 

• 提供一站式的精神健康及社區支援服務。 

 

• 對象為港島中區及部份南區的居民、精
神康復者、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
他們的家屬和照顧者。 

 

• 除了為上述人士提供服務之外，康晴天
地亦致力推動居民關注精神健康，宣揚快
樂生活、關愛社區。 

 

• 中心位於華富邨，為全港首間於公共屋
邨內開展服務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。 



社工本位介入 

個人工作 

小組工作 

服務轉介 

 團體工作 

福利申請 

網絡工作 義工服務 



黃先生的故事 



接到轉介 

• 男、63歲、與太太及兩名兒子同住。本為
職業司機，在政府部門工作，退休後兩個
月身體開始不適(便秘，食慾受影響)，加
上不適應新生活的節奏而患上抑鬱症，入
院治療。 



接到轉介 

 

 

 

 

• 太太發現: 案主變得沈默、失去興趣、常
獨自於房中。 

• 轉介同工叮囑工作員要透過案主太太與案
主取得聯繫，同工擔心案主會拒絕服務。 



初次見面 

• 案主於三月份進入服務 

• 案主一直低頭，聲線低沉，說話速度慢 

• 工作員從對話中了解案主歷史、近況及對
未來的期望 



進入服務初期 

• 接受了四個月(十數次)的腦電盪治療(ECT) 

• 案主太太憶說丈夫在第五次治療後情況有
些改善，但那時案主開始擔心治療的副作
用。現時仍有覆診，定時定量服藥。 



進入服務初期 

• 身體轉差後開始對未來感擔憂，內容主要
有健康及財務兩方面。(情緒轉變) 

• 進入服務初期，晨運及來中心需要太太推
動及陪伴 



歷史 

• 小學學歷，與祖母同住，當不同行業學徒
10年之久。 

• 之後主要以司機為業，初時跟親戚做運輸，
後來自己買入貨車，習慣每天長時間工作，
之後進入政府部門做司機。 

• 2011年退休，退休後有長俸每月約$3000 



未來 

• 擔心家庭經濟狀況 

–兩名兒子有一名仍在讀書 

–退休金不足以應付日常開支 

• 希望繼續工作但有憂慮 

–認為自己看精神科後無法再做司機 

–以前雖當過很多不同類型學徒，但都沒有成為
職業，一向也是以開車為業，轉工有擔心 

–自己現時的健康是否應付得來 



處理優次 

過去 現在 未來 



個人工作 
• 面談了解案主的生命史對他的影響 

–工作 

• 有價值 

• 有寄託 

• 有錢 

• 有安全感 

–做人 

• 勤力、盡本份 

• 責任感 

–對工作、對家庭 

對應行動: 
對案主的人生觀、想法表示理解 
聆聽及確認感受 
長遠計劃:促成案主再就業 



家屬工作 

• 與案主太太分享 

–對案主情況的看法 

–處理方向 

–不同階段的合作方式(相互角色) 

–參加家屬活動(工作坊、消閒) 

• 太太陪同/鼓勵案主 

–每天做運動 

–一同買菜 

–回復協助家務 



小組工作 

案主參與到中心的 
偶到小組(書法、懷舊) 

(太太) 
初期推動、陪同 
後期漸漸退出，
但仍在生活其他
方面陪伴及支持 

(組員) 
與案主一同參與
活動，閒聊，成
為案主投入群體,
生活的引力 

(社工) 
向導師了解案主
參與情況，同時
也自行觀察，與
家屬保持聯繫 

(小組導師) 
組織及帶領小組，
過程中留意及促
進組員間的溝通，
為社工就案的進
展變化提供資訊 



案主在中心 

 

 

 

 

• 案主在剛到中心時對活動的參與並不投入，
與其他人沒有交談，也沒有眼神接觸，社工
與黃太協議她不會每次陪伴案主一同參與小
組，以免案主的集中力總在她身上。 



案主在中心 

 

 

 

 

• 約四星期後，案主在小組中開始與另一組
員交談，工作員把情況告知黃太，並預算
案主的情況將在未來數週有更大改善。 



與其他專業溝通 
• 於五月份，案主在中心的參與已甚積極，
他的情緒也甚有好轉。但他的腦電盪治療
仍在繼續。 

 

 

 

• 案主表示對腦電盪治療的副作用感擔憂。 

• 工作員為案主寫一份覆診報告，說明案主
在中心及日常生活的情況。案主的腦電盪
治療於之後結束，藥物治療維持。 



服務轉介 

• 由於案主一直希望能找到工作以增加收入
及生活意義，工作員鼓舞他參加『僱員再
培訓局』的課程，案主本來以擔心自己能
力應付不來而拒絕，後於數次鼓勵之下參
與。 



後記 

• 案主在使用服務的後期己成為中心的活躍會員，
除參加活動外，他還在社署的外檢中出任中心
的服務使用者代表，讓評估員透過他去了解單
位推行服務的情況。 



後記 

• 案主接受了保安人員的訓練，並在從事兼職。 

• 案主有擔心自己會復發，但他說已知道維持狀
態的要點，如事情要變差，到時再處理。案主
的個案服務於同年9月結束。 

 



社工本位的介入 

• 工作員的角色 

–人在情境中的精神病康復 

• 了解案主的歷史對他的影響 

• 拉動案主身邊的治療因子 

–使用不同的介入手法 

• 不同手法的混合使用 

• 看重案主對服務的回饋 

–有實無形的專業工作 

• 與日常生活貼近的專業表現 

• 不一定有『治療性』標籤的手法才有治療果效 



案主康復的因素 

• 與家屬的合作 

–案主的太太向他說 『有一天我也會生病並需
要你照顧，如果你仍是這樣我怎麼辦?』 

–夫婦間有慣常共同參與的日常生活事情。 

–家屬本身的心理質素良好。 

–與案主的關係質素良好。 

 



案主康復的因素 

• 中心-治療性的環境  

–活動對應案主興趣 

–中心的人際關係元素(活動/非活動) 

• 活動同工 

• 非活動同工 

• 會員 

–社區服務的優勢 

• 地理上的便利 

• 多元服務的選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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